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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申晓云编著的《民国政体与外交》注重内政与外交的互动考察，从体制演变入手，对民国时期的重大
外交事件、外交人物，以及外交机构、制度等诸多方面作出深入考察。

本著对近代中国外交的研究，着眼于体制角度的考察和机制层面的分析，尤其强调研究方法的出新，
在研究取向上也力求多元化。
除继续运用以往惯常运用的史学理论来驾驭、分析史料外，还将借鉴西方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制度
学、行为学等新方法。
尝试用新的研究手段对考察对象作出计量和系统分析，并通过大量个案解剖和分析，尽量摆脱以往制
度史研究中常见的呆板范式，将静态转为动态，以外交实务的具体运作来阐释、印证制度的利弊，力
求在布局谋篇上，构建新的陈述框架，以此展示民国外交史研究中新的理解视角，进而缩短与国际学
者外交史研究水准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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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申晓云，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博士生导师。
曾独立主持或参与国家和省级重大人文社科项目10余项，主要著述有《李宗仁的一生》、《动荡转型
中的民国教育》、《金陵大学校史》等，曾先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
》、《浙江大学学报》等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并曾先后获英国皇家学会、韩国高等
教育财团、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英国剑桥大学东亚
研究中心、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等著名高
校和学术机构任教、访问，并参与合作研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政体与外交>>

书籍目录

目录
前言
绪章 清末近代外交的艰难起步
第一章 民国肇造与外交鼎新
第一节 武昌起义后新政权的外交应对
一、湖北军政府争取列强“中立”的对外方针
二、南京临时政府的“和平主义”外交
三、南北对话期间谈判双方对外交的运用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以立法为中心的外交制度建设
一、《临时约法》关于外交权的规定
二、临时政府创制过程中的外交设置与人事
三、南京临时政府运用法律规范外交的运作
第三节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外交开展
一、积极争取国际承认
二、多方设法向外筹款
三、保护华侨利益与维护国权
第二章 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政治与外交
第一节 袁世凯强化中央集权和把控外交
一、“总统内阁制”下的外交集权
二、《新约法》时期大总统对外交的包办
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之交涉
第二节 皖系主政期间的乱局与外交风潮
一、南北对立与北洋裂变
二、内阁总理制下的府院制衡与“参战案”
三、“西原借款”与皖系的衰落
第三节 直系上台后的政潮以及对外交的利用
一、直、奉交恶与华会期间的“倒梁”风波
二、直系的“法统重光”和外交取向
三、曹锟贿选后的“制宪”和直系的垮台
第三章 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行政革新和职业外交队伍的形成
第一节 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行政
一、民初陆徵祥的部务改革
二、北京政府的外交机构和职责分工
三、北京政府的外交工作制度
第二节 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人事制度
一、外交官铨选制度
二、外交官的薪俸待遇
三、外交官的考核、任期与任职保障
第三节 北京政府时期群星灿烂的职业外交人才
一、北京政府职业外交官群体的形成
二、职业外交官的现代外交思想
三、职业外交官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之努力
第四章 北京政府的没落与外交系统的解体
第一节 张作霖入主北京后的国内政治与外交
一、段祺瑞出任总执政后整合北洋的失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政体与外交>>

二、“五卅”后执政府的对外交涉与“修约外交”
三、“大沽口事件”与“三一八”血案
第二节 奉系集团的末路与摄政内阁的“维持外交”
一、张作霖与日关系的双重面相
二、奉张控制北京政局时的“摄政内阁”和“二元”外交
三、穷途中的安国军政府与皇姑屯事件
第五章 南方国民革命的兴起和“革命外交”的推出
第一节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国民革命的兴起
一、孙中山走上“师俄”之路
二、孙中山谋求“以党造国”
三、党权高涨下的广州国民政府及其外交设置
第二节 广州、武汉时期“党治”下的“革命外交”
一、广州国民政府时期“革命外交”的开启
二、革命阵营的内部分裂和列强对南方内斗的关注
三、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第三节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与外交方针的转换
一、“宁案”、“清党”与列强
二、蒋介石开辟外交新途的试探
三、黄郛推出“亲睦”外交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政体与外交行政
第一节 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权力结构和外交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党国”权力模式
二、五院政体下外交权的配置
三、中央逐步统一地方外交事权
第二节 军权对党权的侵蚀和蒋对外交的操控
一、蒋介石以军控党和集中外交权
二、中政会职能的虚化和外交决策权的转移
三、军委会时期外交行政与职能的脱离
第三节 “领袖中心”制下的外交用人
一、蒋介石的“外交亲信”与“亲信外交”
二、领袖对外交人才的罗致与幕僚制的试行
三、外交制衡的个案透视
第七章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外交行政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行政的整理和改进
一、国民政府外交行政机构的扩大和调整
二、外交部的部务和工作制度建设
三、重要外交法规的制定、审核和颁行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驻外使领馆建设
一、驻外机构的增设和状况改善
二、驻外使领人员的职责分工与馆务建设
三、对驻外使领馆工作的监管和督察
第三节 “党治”政体下的外交人事制度
一、外交职业人员铨选和任用中的政治考量
二、外交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考绩机制
三、职业外交队伍的逐步“党化”
第八章 影响政府外交的因素考察
第一节 制约政府外交的体制内因素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政体与外交>>

一、外交决策中的意识形态和内政因素
二、决策层意见分歧对政府外交走向的影响
三、党内派系施压对政府外交的制约
第二节 影响政府外交的体制外因素
一、爱国学生运动对政府“退让”外交的牵制
二、社会各界对政府领导“抗日”的吁请和推动
三、报刊新闻表达舆情和监督政府的双重作用
第三节 国际因素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
一、国际格局变化与政府外交战略的制定
二、国联中的中国地位与国民政府的外交依赖
三、国际情势变更与国民政府外交策略的转换
第九章 国民政府战时体制中的外交权力模式
第一节 战时体制中的外交权力建构
一、国民党临全大会的召开与总裁制的确立
二、国民党战时外交的最高指导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
三、战时外交的决策源头――军委会内部的特殊主外机构
第二节 战时外交的决策机制和运作过程
一、蒋介石在战时外交决策中的乾纲独断
二、战时外交决策参与者的地位和作用
三、战时外交决策的运作方式和过程
第三节 战时外交体制中的外交制衡与监控
一、立法院与外交控制
二、监察院与外交监督
三、战时国民参政会与民意表达
第十章 战时国民政府外交执行系统的运转
第一节 战时外交执行机构的设置和工作运转
一、战时外交部及驻外机构的阵容调整和刷新
二、战时外交部机构和制度建设的加强
三、国民党中央海外党部和国际宣传处
第二节 战时外交官队伍建设
一、战时外交人才的选拔
二、战时外交人员的培训
三、战时外交人员的考绩
第三节 战时外交的多向开展
一、战时“元首外交”的开展
二、带有蒋氏风格的“特使外交”
三、多种形式的民间外交
第十一章 战后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
第一节 战后美、苏冷战的显现与国民政府的被迫行宪
一、胜利之初的严峻局势
二、美国的“压蒋改革”与国民政府的战后行宪
三、蒋、桂冲突再起与美国之“弃蒋”
第二节 政体裂缝的加深与“双头”外交的形成
一、“府院之争”与“双头外交”
二、“和谈”失败后体制向“以党控政“的回归
三、南京撤守后“代统”与“总裁”的斗法
第三节 国民党大陆政权倾覆之际自寻出路的末路外交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政体与外交>>

一、蒋、桂各自的外交挣扎和美《白皮书》的发表
二、蒋、李亲信在美最后的外交角力
三、国民党大陆政权的覆亡和外交末路的来临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政体与外交>>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